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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03 今日济南

近日，济南西站公交枢纽正式启用，使得去济南西站的旅客又多了

几种出行方式。目前，去济南西站已经实现了公交、出租车或自驾车、打

“火的”等几种方式，三种出行方式都有哪些特点？13日，记者兵分三路

进行体验。

记者体验：记者上午9点从
山东新闻大厦附近的和平路口
站出发，选择换乘2次、直线距
离最短的方式于10点24分到达
济南西站。具体线路为，乘坐2

路公交车在五里牌坊站下车，
换乘117路在腊山立交桥站下
车，再换乘K157路到达济南西
站。乘坐2路加上等车时间耗时

37分钟，乘坐117路耗时21分钟，
乘坐K157路用时19分钟，总计
77分钟。

方式特点：2 0 1 2 年 1 2 月
K157路向东延长至东八里洼站
后，沿线及周边市民前往济南
西站终于有了直达的公交车，记
者体验时花费4元。但公交客流
变化大，受路况影响也不小，耗

时不确定性大。而且主要线路
少，相对分散，如果想坐公交的
话，只能通过固定线路来换乘。

方式缺点：目前，从市区通
向济南西站的公交线路有3条，
从济南站发出的K156、从东八
里洼发出的K157和从黄岗站
发出的K167，三条线路的发车
间隔平均在十分钟左右。虽然

发车时间有保证，但受各种因
素影响，公交车到达各站点时间
却不固定，乘客等车时，有时两辆
车同时来，有时等半个多小时也
等不来一辆车，高峰时间车内更
是拥挤。市民想通过乘公交车到
达济南西站，要先查询好具体
换乘方式，避开早晚高峰，并预
留出足够的等车时间。

去西站哪种方式最划算
本报记者兵分三路乘不同交通工具进行体验
文/本报记者 赵伟 见习记者 申慧凯 肖龙凤 片/本报记者 周青先

格相关链接

半数旅客
乘公交去西站

去济南西站的旅客大都选择什么方式？13日，
记者调查发现，济南西站每天发送的近万名旅客
中，坐公交到达的约占5成，其次则为打车或自驾
车，而打“火的”来的只有五六十人。

13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在济南西站候车大
厅内，记者对旅客以什么方式到济南西站进行随
机采访，在对百余人的调查中，有五成以上的旅客
是乘坐公交车而来，普遍花费时间在半个多小时，
一些来自长清大学城的旅客则要花费一个多小
时；打车来的旅客则占到三成多，大部分打车花费
要在三四十元，多的则要七八十元。而其他旅客则
是自驾或者朋友送来的。

“不管什么方式，到济南西站还是都比较麻
烦。”市民张先生介绍，现在公交线路只有几条线，
再加上交通拥堵等，坐公交来很浪费时间，而打车
距离远，花费又贵，每次出行都很无奈，怕遇到其
他事情，都要提前两个小时来西站。

在地下通道内，负责出租车管理工作的负责
人介绍，济南西站的出租车目前平均每天运行近
3000车次，运送近5000人。公交电车公司八队相关
负责人也介绍称，目前通向济南西站的公交线路
主要有K156、K157和K167，“3条线路在济南西站
下车的乘客人数加起来约5000人。”

济南西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车站平均每天发
送的万名旅客中，从济南市区来的能占到九成，但
大部分都是乘坐公交车或者打车来的，每天从济
南火车站打“火的”来的只有五六十人。

坐公交：便宜，等车乘车时间长，线路太固定

记者体验：13日上午10时
15分，记者开车从泺源大街山
东新闻大厦出发，向东至历山
路向南上经十路，一路向西。

周日上午的经十路上一路
畅通。10时45分，记者开车来到
胶济铁路桥，这一段约100米的
路上出现了轻微的堵车现象，
车辆前进比较缓慢。这一段过
后继续畅行无阻。10时55分，汽
车向北拐进齐鲁大道，并于 11

时整抵达济南西站东广场公交

枢纽。总路程约为17公里，在基
本不堵车的情况下，用时45分
钟，油钱花费约15元。

11时20分左右，在西客站
地下一层北侧出租车专用落客
通道，记者看到了3辆来送客的
出租车，西进东出单向行驶。一
位刚下车的女士告诉记者，她
从市中区来，打车花了50多块
钱，花费时间则要在半个多小
时。

方式特点：在避开上下班

高峰、不堵车的情况下，自驾或
打车前往西客站比较方便、快
捷。在停车方面，目前济南西客
站东广场南综合体的地下空间
部分，开放齐鲁大道进入车库
的一个入口，有近600个车位可
供使用，目前可免费停车。西广
场南北两个收费停车场有近
300个停车位。

方式缺点：除了油费、打车
费用较高，这种方式在时间上
也有限制。一般候客出租车比

较充足，只有下午5点到6点半
这段时间出租车相对少一些，
但也够用，每天大概有三四千
辆出租车。而在上下班高峰时
期，堵车、打车难是省城的老大
难问题。出租车司机介绍，早高
峰一般从7点开始，一直到9点，
晚高峰则是从下午5点到6点
半，建议避开这两个时间段打
车。尤其是晚高峰时，司机一般
在6点左右交接班，如果要赶火
车，最好提前出发。

自驾或打车：快捷，花费较多，需避开高峰时段

记者体验：上午9点，记者
从山东新闻大厦出发，乘坐 49

路公交车向济南火车站出发，
20分钟后，记者来到济南火车
站广场，为了能够最快买到火
车票，记者直接从广场的自动
售票机买票。当时前面只有两
个人，大约10分钟，记者查到了
最早9点52分出发去济南西站
的D332次列车信息，其中，一等
软座9 . 5元，二等软座4 . 5元，记

者购买了一张9 . 5元的火车票。
检票、进站，9点35分，记者进入
候车室，经过短暂候车后，9点
52分记者乘坐动车出发，10点
08分，记者从济南西站下车，乘
车用时16分钟。总用时70分钟，
花费10元左右。

方式特点：打“火的”是最
近在网上流传较广的一种出行
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就是既
省钱又省时间，不堵车，如果事

先计划好时间，打“火的”还是
很实用的。最便宜的票价为4 . 5
元，最贵为14 . 5元，乘车时间为
16分钟。

方式缺点：目前，从济南火
车站到济南西站全天共有10个
车次，分别为D406(7点12分)、
D6002(8点33分)、D332(9点52
分)、D334(10点59分)、G190(14
点 14分)、G192(14点 44分)、
D338(15点14分)、D348(18点

5 2 分 )、D60 1 0 ( 1 9 点 0 8 分 )、
D6016(21点30分)，车次有限。
需要提醒市民，打“火的”最好
提前购票，可通过电话、网络或
自动售票机购票，对旅客来说，
又增加了二次购票的麻烦，而
且春运订票人数较多时，订票
的难度也会加大。此外，到济南
火车站、买票、候车、检票等都
需要花费时间，需要旅客提前
打算好。

打“火的”：繁琐，花费少，速度最快，但车次少

线路只一条 标识也缺少
西站公交枢纽无论车次和细节都有待充实完善
文/见习记者 申慧凯 肖龙凤 本报记者 赵伟 片/本报记者 周青先

近日，济南西
站公交枢纽正式启
用，可实现与高速
铁路、轨道交通、长
途客运、出租汽车、
社会车辆等多种交
通方式的紧密衔接
与换乘。根据市民
反映，13日，记者现
场探访发现，旅客
不清楚公交枢纽在
哪，公交线路较少，
缺少醒目标示……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还有不少地方需要
完善。

13日上午，记者来到
济南西站东广场新启用的
公交枢纽，按照规划，旅客
从济南西站换乘公交前往
市区，都要在这里候车。但
在发车区，一辆K167正在
等待乘客上车，但候车的
乘客只有一个人。

这与西站西广场公交
候车区形成鲜明对比，在
西广场，二十几名乘客等

在候车区，一辆列车到站
时，从地下通道陆陆续续
上来在此等车的旅客更
多。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乘
客不熟悉K167之外，换乘
标示不醒目，也是公交枢
纽候车客流量少的原因之
一。

在西客站乘客出站
的地下通道摆放了几块
不大的公交换乘线路图，

记者沿着线路图体验时
发现，向西乘坐K 1 5 6和
K 1 5 7时，出了站就是公
交 站 牌 ，但 向 东 乘 坐
K 1 6 7时，从东站口出来
一看，空荡的东广场前方
是几栋在建的建筑，看不
到换乘K 1 6 7的指示牌，
对于想坐公交但又不熟
悉地形的乘客而言，找起
来有些难度。

扎东出站口没有醒目换乘标示

扎枢纽公交线路只有一条
在公交枢纽K167站牌

附近，候车的人寥寥无几，除
了缺少明显标志外，公交线
路少也是一个原因。市民戴
先生在偌大的大厅中转了一
圈，才找到位于大厅西侧的

站牌。“这边的车次太少，只
有一条线路，而且是发往黄
岗的。”

“线路真是太少。”市
民杨先生也称，他打算乘
车去市区，后来有人指点

来枢纽乘车，没想到只有
一条线路，而且没有去市
区的，白跑了一趟，“能不
能多开通几条线路？”据了
解，目前K167全天有8趟车
在运行，平均一小时有三

四趟，在始发站“济南西
站公交枢纽”却经常空
车。

根据济南市公交总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济
南西站公交枢纽发车区
可实现6条BRT线路、12

条常规公交线路同时发
车，线路覆盖西部城区、
主城区及滨河新区，途经
北园大街、经一路、经四
路、经七路、经十路等主
要客流走廊。待发区正常
情况下可同时经停18米

公交车6辆、12米公交车
20辆。

不少市民纳闷，既然
能容纳这么多公交车，为
啥只开通了一条线路就
启用了公交枢纽，为啥不
多开通几条？

扎地下停车场不知入口在哪

“听说地下停车场
可以用了，但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13日上午，
市民周先生开车来到济
南西站，听说东广场的
地 下 停 车 场 可 以 使 用
了，但是找了半天也没
有找到具体的入口，只
好将车停在了路边。

据了解，此次启用
的除了公交枢纽，还有

约7 . 9万平方米的济南
西站东广场及约 2 5 万
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此
次启用的东广场，其地
下空间设计为两层，其
中，地下二层为拥有总
量 2 1 0 0多个停车位的
南北两个停车场，此次
启 用 的 地 下 停 车 场 属
于 南 综 合 体 地 下 空 间
部分，有近 6 0 0个车位

可供使用。
13日上午，记者在

东广场找了一圈，也没
找 到 地 下 停 车 场 的 入
口在哪，后经过现场施
工人员介绍，才在齐鲁
大道找到一个入口。一
些来停车的市民也称，
太不好找了，标识不明
显，希望以后能指示清
楚。

▲公交枢纽开始运行，但目前只有一
条线路，显得冷冷清清。

▲西站东广场地下停车场已经建好，但由
于标识不明显，知道的人少，利用率不高。

┮乘公交用时77分钟花费4元

┮自驾车用时45分钟花费15元

┮打“火的”耗70分钟花费10元

出租车在西站排起长队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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